
朱元璋读后感(精选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
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
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
有所帮助。

朱元璋读后感篇一

今年暑假，我读了一套非常新鲜有趣的历史课外读物，真的
让我爱不释手。你一定好奇着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就让
我娓娓道来吧。

注意，这不仅仅是一本让我亲身经历的历史书，还是一份来
自古代的报纸――《穿越报》。它带着我穿越时空隧道，
用“烽火快报”“八卦驿站”“名人有约”“百姓茶
馆”“读者来信”“广告铺”等多种形式和生动活泼的场景，
以及朴实无华的语言将中国几千年厚重的历史展现得淋漓尽
致，让我身临其境。

在《穿越报》。宋朝卷中，我最敬佩的是宋仁宗。她的节俭
和仁慈让百姓啧啧称赞。一年秋天，有个官员为了讨仁宗欢
心，向仁宗进献了一千钱一枚的蛤蜊，仁宗听说这一顿饭要
花两万八千钱，立刻变脸，教育官员要节省，并狠狠警告了
那个进献蛤蜊的官员。一次，宋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可是
他硬是忍着饥饿，为了节省，晚上连一碗牛肉汤都舍不得喝。
因此，众多像包拯、苏辙、狄青这样的贤臣涌进朝廷。我们
做人也应该向宋仁宗那样仁慈、节省。

要说在唐朝时期的著名人物，那就非震古烁今的李世民莫属
了。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和明君之一。
他汲取隋唐灭亡的教训，知人善任。对大臣所提出的建议虚



心纳谏，休养生息，创建了唐王朝的第一次鼎盛――国泰民
安的“贞观之治”。他从不挑剔大臣的短处，只看他们的长
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因为李世民不计前
嫌，唯才是举，国家很快就涌现出一大批向魏征、房玄龄、
杜如晦等优秀人才！

就是这本生动、活泼的。历史书为我打开了历史之门，引领
我亲近历史，品味历史，让我在历史中享受幸福时光！

朱元璋读后感篇二

读书一直都是我课外闲时最大的兴趣爱好。在繁忙的寒假里，
我忙里偷闲，到图书馆借书，发现了一套很有趣、很奇特的
历史丛书，那就是―《穿越报》。

这套《穿越报》共有十册书，它并不同于其他枯燥、乏味的
历史书，这套书中有广告、有新闻、有记者还有古代人民给
编辑社的来信，以报纸的形式轻松有趣的给人们展现了中国
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过往。

整套书中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明朝卷》了。从乞丐皇帝朱
元璋建立大明，到朱棣在位期间的“永乐盛世”，再到朱高
炽父子统治的“仁宣之治”，最后到“木匠皇帝”朱由校和
大明末路的朱由俭……我亲眼见证了大明的兴起和衰落。

书中朱元璋从一个乞丐变成皇帝的励志事迹最为让我感动。
元朝末年，朱元璋的家人都死了，他自己只好去了寺庙当和
尚，再后来他参加了红巾军起义，在战场上英勇杀敌，无私
无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一三六八年，朱元璋于南京
称帝，国号为大明，年号洪武。

在书中我感受到了朱元璋那辉煌的一生，他虽然一开始只是
一个和尚，但是凭着自己不断地努力成了一国之君。读完此
书，不仅让我了解了历史，还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世上无难



事，只要肯登攀；无论任何事只要你用心努力去做，都有可
能会实现，会逆袭！

朱元璋读后感篇三

《穿越报》是由彭凡著，游彪审定的一部轻松幽默的历史书，
分为10本，记录了从夏朝到清朝这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其
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10本中的“秦汉卷”。

周朝末年，七国纷争，并入于秦。秦始皇嬴政打下天下后开
始治理国家。刚开始，他统一的长度、统一了钱币、统一了
汉字、统一的车轨，为国家做了许多大好事。可是，到了晚
年，他开始昏庸无度，甚至出现了“焚书坑儒”的惨案。去
世时，他还想把天下和自己一起带进阴间。还要活人陪葬，
好不容易才把活人改为了兵马俑。由于秦三世是个昏君，天
下被刘邦、项羽分了。最后刘邦打败项羽，汉朝开始了。秦
朝在历史上仅存在了的时间。在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连个过客都算不上。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孟姜女的故事。

秦始皇要修长城，到处抓壮汉，其中就有孟姜女的'丈夫范喜
良。冬天，孟姜女做一件棉衣，打算给范喜良穿上。到了工
地一打听，范喜良没来多久，就被累死了！尸首填了长城。
孟姜女悲痛万分，一个人趴在长城边上大声哭泣，突然长城
顷刻间800余里，天哪！

读完了这本书，我明白了：做人要表里如一，就像秦始皇，
晚年，他的本性露了出来，如果这样那么我们很快就会丧尽
人心的。

朱元璋读后感篇四

高尔基曾经说过：“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最近，我就读



了一本有趣的历史书――《穿越报。明朝卷》。

但这不是平常厚重、枯燥、乏味的历史书。它属于古代的报
纸，通过现代生活中的新闻、访谈、明星、广告、粉丝……
让读者阅读时会有久违的亲切感。这正是它的奇特之处与别
的历史书的不同之处。

《穿越报》以轻松的形式，将中国几千年厚重的历史娓娓道
来，让我津津有味的开启了我的“历史之旅”！

从“乞丐皇帝”朱元璋的建立大明朝，到朱棣在位期间
的“永乐盛世”，再到朱高炽和朱瞻基父子统治的“仁宣之
治”，直到最后“木匠皇帝”朱由校和大明末路时的朱由
检……我亲眼见证了大明从“繁荣盛世”到各地农民起义此
起彼伏的衰落。

其中，使我受益匪浅的是明朝末路时的朱由检测字。朱由检
害怕在走访民间时暴露身份，所以找了个算卦先生依次算了
与自己名字里“由”相似读音的“友”、“有”、“酉”字，
但都不吉利，从此心智扰乱，最后清朝统治了中国。这让我
知道了假扮算卦先生的宋献策军师的雄才大略和良好的心态
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读史使人明智。读完此书，我深深觉得大明朝的灭亡和那些
勾结党羽的朝廷宦宫及不务正业的大明皇帝息息相关！

朱元璋读后感篇五

朱元璋传读后感

在中学时期的历史课本上，我们开始认识朱元璋这个人物，
那时候我只知道他是明朝的创立者，对他并没有深入的了解。
通过阅读吴晗先生所写的《朱元璋传》这本书，我对朱元璋
这一位历史人物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



《朱元璋传》这本书颠覆了我对一代领袖人物的认识，在我
的思想中，我认为作为领导者，首先从形象上来说是很端庄
的，有着一副和善亲民的相貌。可是，朱元璋的相貌却很不
体面，在晚年的时候特别难看，一副凶相。其次从胸怀上来
说，我认为领导者的胸怀很宽广，能一切为人民考虑，从人
民的利益出发。可是朱元璋称帝后，心胸极其狭隘，为了巩
固统治，站稳脚跟，屠杀大量的无辜者。

下面，我就谈谈我对朱元璋的认识。通过朱元璋的童年生活，
我认识到朱元璋并不是一个幸运儿。他没有生长在一个富贵
家庭，而是一个穷佃户。他遭受了旱灾、蝗灾、瘟疫等苦难。
紧接着，他又遭受了失去父亲母亲的重创。小小年纪的他就
面临着如何对付肚子的穷苦日子。尽管他很穷，但他从小就
很讲义气，为了让自己和小伙伴们吃上一顿肉，他杀掉了田
主家的牛，为了伙伴们不受惩罚，他主动承担起了杀牛的责
任，结果挨了一顿毒打。后来，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朱元璋
做过游方和尚，到处叫化。再后来，朱元璋为了翻身过上好
日子，他投奔了红军。就这样，一步一步，朱元璋起初到处
碰壁，然后慢慢地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他的成功既有个人因
素，也有外在因素。首先，从个人因素来说，朱元璋的成功
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朱元璋遇事勤快。他敢作敢为，
接到了命令，执行得很快，办理得也很好，打仗总是领头向
前，一定要打胜仗，也一定完成预期的战果。二、无私，讲
义气。每次打了胜仗，朱元璋从不把功劳归到自己身上，他
总说功劳是大家的，然后会把得到的赏赐公公平平地分给同
伴，因此，他得到了大伙的认同和赞赏。三、看重纪律。朱
元璋在做了小军官后，时时强调纪律，严格训练士兵，并能
以身作则。四、有计谋。朱元璋在紧要关头，总是能给上级
出谋划策，使局势转危为安，因此他总是能得到上级的信任。
此外，他还要求手下的士兵不要抢夺百姓的财产，给人民树
立一个好形象。朱元璋随事提出办法，合情合理，有分寸，
又会说话，深得将士的信服。五、心狠手辣，有野心。朱元
璋为了自己的地位更上一层，他不惜借刀杀人，杀死了自己
的岳父。六、做事果断。朱元璋下定决心做的事，就一定要



做成，哪怕有风险，也会坚持到底。其次，从外在因素来说，
朱元璋的成功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上级的赏识。郭元帅认
为朱元璋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于是将他看作自己的心腹，并
招他做上门女婿，这对朱元璋来说无疑是一个向上的梯子。
二、部将的帮助。在与陈友谅的交战中，为了取得胜利，朱
元璋利用与陈友谅相熟的部将康茂才前去打听情况，并掌握
了陈友谅的行军路线，于是朱元璋取得胜利也就是理所当然
的.事了。三、利用元军内讧的优势。()朱元璋在南征北伐战
争中，趁元朝内部打得火热，他便东征西讨，扩大地盘，充
实军力。四、将士的忠贞。朱元璋的将士对他忠心不二，踏
踏实实地为他效力，成为了他的亲信。朱元璋从一个小流氓
到红军大帅，再从吴国公到吴王，最后成为了大皇帝，他让
我认识到想要成功，不仅自身要努力，还要善于利用外在优
势。

朱元璋的成功称帝，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安居乐业的生活，相
反，他带给人们的是恐惧，是暴虐。朱元璋称帝后，他建立
了自己的军队，并制定了新的官僚机构，他实行了大一统和
分化政策。为了朱家万世江山的稳固，朱元璋诛杀了大量的
将功臣宿；为了使知识分子不敢说话，他通过文字狱诛灭文
人；为了控制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他制定了特务制度。通
过这些，虽然他的统治稳固了，但社会的生机也被窒息了。
到后来，明朝终究摆脱不了衰亡的命运，走到了尽头。

纵观朱元璋的一生，有辉煌的时刻，也有失败的时刻。他的
残酷暴行使得人们民不聊生，破坏了社会的安定，但同时他
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今人看待古人，应该
用两分法的观点去看待，既要看到他的缺点，也要看到他的
优点。


